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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区生态退化与恢复
� � � 以彭阳县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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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� 要: 分析了彭阳县生态环境退化的原因。结果表明, 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该区生态

环境的退化。介绍了彭阳县当前生态环境建设中采取的恢复措施: 工程措施(拦截坝、� 88542�整地措施、

鱼鳞坑)与生物措施(物种选择、生物配置)相结合。为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区生态恢复提出了几点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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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Restoration in Loess Hilly

Area of South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
� � � Taking Pengyang County as an Example

LIU Ku1, XIE Ying-zhong1, L I Ying-ke2, LI Yun2, DENG Zhan-zhao2

( 1. The Grassland Science Institute of N ingx ia Univ ersity , Y inchuan 750021, N ingx ia Hui A utonomous Region, China;

2. Pengyang County Animal Husbandry Bur eau, Pengyang 756500, N ingx ia Hui A utonomous Region, China)

Abstract: By taking Pengyang County, Ningx ia Hui Autonomous Region, as an example, reasons for ecological

degradat ion are analyzed. Present measures and methods of the county� s ecological coustruction are intreduced.

T hey are eng ineering measures ( pond, � 88542� preparat ion, fish-scalepit) and eclolg ical measures ( plant species

select ion, physical disposit ion) . Some suggest ions are proposed for loess hilly area of south Ningxia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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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战乱、自然灾害以及人为因素

的破坏,以致于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恶化,

水土流失严重, 荒漠化程度加剧,并且不断向东推进,

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。为

改变这种局面,防止生态系统的进一步退化, 促进国

民经济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, 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工

作已迫在眉睫, 不容忽视。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根

据自己的实际情况, 提出了�生态立县�、�生态强县�

的奋斗目标,到目前为止,已取得初步成绩。

1 � 自然概况

彭阳县位于东经 106�32�� 106�58�, 北纬 35�

41�� 36�17�,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边隅, 六盘山

山脉东侧,属黄土高原中部丘陵沟壑区。全县分为北

部黄土丘陵沟壑区, 中部河谷残塬区, 西南部土石质

山区 3个土地类型。土地总面积 2. 53 � 105 hm2, 其

中耕地 1. 16 � 105
hm

2
, 15�以上的坡耕地 9. 27 � 104

hm
2
,宜林荒山荒地 4. 30 � 104 hm2[ 1]

。

该区气候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。�10 �

的积温 2 500 � ~ 2 800 � , 无霜期147~ 168 d, 降雨量

350~ 550mm ,蒸发量 1 360. 6 mm, 年均风速 2. 7 m/

s。彭阳县气候图解见图 1。

图 1 � 彭阳县气候图解

2 � 彭阳县生态退化原因

2. 1 � 自然因素
( 1) 强蒸发导致土壤干旱。彭阳县的年平均降

雨量为 350~ 550 mm,而蒸发量为 1 360. 6 mm, 蒸发

量远远大于降雨量, 土壤中水分含量极少, 无法供给



地被物生长所必需的水分, 植物长势弱,植被覆盖度

低,生物多样性少,自我修复能力差,水土流失严重。

( 2) 侵蚀。黄土母质疏松软绵, 易于冲刷塌陷,

致使彭阳县境内梁、峁、丘陵、沟壑遍布, 山塬相间。

从自然力的来源看, 彭阳县土壤侵蚀可分为风力、水

力、重力侵蚀等。每年春季的沙尘暴, 就是风力侵蚀

的极限;水力侵蚀即通常所说的水土流失,自然降水

通过对地表的冲刷以及所形成洪水对地表的冲刷而

造成一系列的侵蚀过程[ 2] ,土壤侵蚀模数达 5 000 t/

( km2�a)。由图 1 可以看出, 彭阳县降雨量月份分布

不均, 明显集中于 7 � 9 月, 且时常阴雨连绵, 致使

1996年 7 月 27日在彭阳县红河乡黑牛沟村发生了

大的山体滑坡, 造成 25人死亡, 7 人受伤, 直接经济

损失约 5. 0 � 105 元; 重力作用主要造成了山体崩塌、

地面下陷等,破坏局部地表。

2. 2 � 人为因素

( 1) 不合理的垦殖或过垦。为了解决粮田问题,

农民常常将物种丰富、生态过程复杂的天然植被开垦

为种植单一的农田。垦荒 �自然植被破坏 �水土流

失�产量降低�扩大垦荒 �水土流失加剧,使农业生

产陷入恶性循环之中
[ 3]

, 同时加速了植被破坏, 致使

地表裸露,水土流失加剧。

( 2) 过度放牧。由于过度放牧使得草丛变矮, 难

以在短时间内恢复, 植被覆盖度降低, 植物多样性减

少,特别是优良的牧草比例减少,而矮草、毒草及一年

生植物数量增加。人们这种掠夺式的利用方式,致使

植被衰减,草原退化,水土流失日趋严重。据 1979年

调查,全县 8. 0 � 103 hm2 草场放牧 2. 03 万个羊单

位,超载约 71. 9%。

( 3) 森林砍伐樵采。20世纪 50 � 60年代, 农民

生活困难,买不起煤,只好将山上的树木砍掉,用来烧

火、取暖;进入 80年代,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

性,开始大面积植树造林,可是缺乏管护,人为破坏严

重,流行着�头年种,二年拔,抱回家捣罐罐茶。�苗木

的成活率很低。

3 � 彭阳县生态恢复过程中的措施与方法

3. 1 � 工程措施

在这个干旱、半干旱地区, 要进行生态恢复与重

建工作,首先是如何合理利用仅有的天然降水, 同时

以确保达到�水不下山、泥不出沟�的目的,彭阳县经

过多年实践、探索,采取了如下治理措施。

( 1) 拦截坝。在多数支沟的下段, 选择�肚大口
小�的地段,修建拦截坝。雨季用以拦截上游的洪水

及侵蚀的泥沙,减少水土流失及对下游的侵蚀; 旱季

用作畜群饮水、灌溉农田, 提高农作物的产量, 可谓是

一举两得。

( 2) � 88542�整地技术。对于坡度大于 15�的山

地,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大力推行的� 88542�(挖深
80 cm, 宽 80 cm 的水平沟,埂高 50 cm, 顶宽 40 cm 的

外埂, 回填做成的反坡田面,面宽 2 m)隔坡反坡水平

沟整地技术, 大旱之年, 将山地坡面上的天然降水汇

集在水平沟内,防止形成地表径流对地表的冲刷, 同

时增加了水平沟内土壤水分含量, 提高了苗木成活

率。利用这种整地技术,苗木成活率比一般整地技术

高出 20个百分点
[ 4]
。

( 3) 鱼鳞坑。在地形支离破碎, 坡度较大的侵蚀

沟坡面上,开挖长径 80 cm,短径 50 cm ,坑深 30~ 50

cm 的鱼鳞坑,坑的两端各开挖 20~ 30 cm 的倒八字

形接水沟,鱼鳞坑依等高线成� 品�字形布置, 沟内种

植沙棘、柠条等, 减少降水对侵蚀沟的进一步冲刷、侵

蚀,防止沟道塌陷。

3. 2 � 生物措施
工程措施开展的同时,还积极探索着与之相适应

的生物措施, 以提高生态恢复与重建进程, 确保不反

弹,巩固恢复的成果。

( 1) 物种选择。在物种选择上, 严格按照适地适

树(草)、因地制宜的原则, 选择乡土树(草)种 � � � 山

桃、山杏、刺槐、臭椿、沙棘、柠条、紫花苜蓿、沙打旺

等,它们适宜当地的环境, 抗性强, 容易成活, 而且生

长良好, 具有很强的适宜性, 作为生态恢复与重建过

程中的首选树(草)种,被大面积使用。

( 2) 生物配置。提倡多树(草)种配置、混交(播)

为主,以达到较高的生物多样性。在� 88542�整地的
水平沟内, 通常是采用红豆草、沙打旺、紫花苜蓿等混

播,外埂上沙棘、柠条混播; 防护林带主要混交类型

有:乔、灌混交型,乔、灌、草混交型。一般都以带状混

交,三角形配置为主。为了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

双赢, 往往林草、林药、草药间作。这种混生配置优势

明显, 而且抗病虫害能力强。

4 � 几点建议

4. 1 � 防止外来种的入侵

在物种的选择上, 忌使用外来物种, 宜选用乡土

物种。由于外来入侵种能够杀死或排挤当地植物, 依

靠当地植物生存的动物也就紧跟着大量减少, 引起生

态系统中物种的单一化, 从而引起相应的生态问题。

例如, 水土流失、火灾、虫灾、以及当地特有生物资源

丧失等。水葫芦作为饲料引入我国, 且作为观赏、净

化水质在东部沿海得以推广。目前,水葫芦已造成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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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危害,仅浙江温州市 1999年用于人工打捞水葫芦

的费用高达 1. 00 � 107 元[ 5] , 因此, 应谨防诸如此类

的危害在彭阳县生态恢复与重建过程中发生,以免造

成不必要的损失。

4. 2 � 采用自然恢复

对于较湿润的大面积草场, 最好的办法是�自然

恢复�。�自然恢复�就是不需要人工协助,仅仅依靠

自然演替的方法来恢复已退化的天然草场[ 5] , �封山

禁牧�是一个典型的方法, �封山禁牧�就是在防止人

类活动干扰、家畜采食的同时, 防止火灾及杂草的入

侵。此方法的优点是:投资小, 效益高,保护物种, 维

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。彭阳县自 2003年 5月 1日全

面实施封山禁牧以来,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,生物种群

趋向多样化,一些多年来罕见的动植物重新出现, 良

好的区域生态小气候正在形成。

4. 3 � 加强农业区的植被恢复

在农田耕作中,农民为了提高产量, 大量使用化

肥、农药, 使得土壤营养日益消退而没有营养返还,土

壤日渐瘠薄,极易沙化。农业区土壤退化和沙化已经

是北方沙漠化的主要原因[ 5]。因此,针对这种情况,

应当尽快停止开垦新的农田, 且要建立农田防护林体

系,加强植被的恢复和保持工作。另外还应积极响应

党中央的号召, 大力推行退耕还林(草)工程, 自工程

实施以来,造林 3. 60 � 104 hm2,其中退耕地造林2. 00

� 104 hm2
, 宜林荒山荒地造林 1. 60 � 104 hm2

, 间作

种草 8. 00 � 103 hm2,林种全部为生态林。

4. 4 � 加大宣传力度, 提高人口素质

植被破坏严重, 生态环境日趋恶化, 面对当前现

状,应当加大宣传力度,提高广大人民的认识, 清醒地

认识到危机的存在,停止一切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

生态环境破坏行为,主动加入到生态恢复与重建当中

来,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新彭阳乃至大西北作出自

己应有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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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) 代表站的涝年的分数维 D 大于旱年, 涝年

降水间隔变化复杂程度超过旱年, 揭示了旱年的天气

特点是旷日持久的无降雨。旱涝年周期谱存在较明

显差异,涝年周期复杂,以短周期为主的特点;旱年降

水时间变化中, 长周期突出。1964年在 10月( 300 d

附近) 存在一无雨时段, 1997 年存在 5 � 6 月, 8 � 9

月, 11 � 12月的无降雨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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